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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外光谱这一近代的物理研究方法
,

近 年来在土壤有机质研究
、

土壤矿物鉴定等

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
。

此外近年来
,

我国主要土坡的粘粒部分和土壤中新生体等已获得

了一些红外鉴定资料山
。

为应用红外光谱进行土壤发育和特性的研究起了促进作用
。

土坡是由粘土矿物
、

有机质等组分构成的复杂体系
,

除对土坡有机质
、

粘粒等组分进

行红外光谱研究外
,

能否用土壤原样直接进行红外光谱测试
,

借以从总体上表征土坡的特

性
,

这方面还未见专文报道
,

本研究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
。

一
、

材 料 和 方 法

供试土坡为陕西的黄绵土
、

黑沪土
、

埃土
、

黄揭土和山地黄棕城
。
土坡基本性质如表

,

其中各土坡

的粘拉矿物组成主要有伊利石
、

蒙脱石
、

高岭石
、

混层矿物 绿泥石为主 等川
。
采样深度除黄棕坡为

农 供试土样的甚本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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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工作是作考在访问英国
。 大学期间所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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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 教授提供仪器设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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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资料由徐明岗同志提供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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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一

, 黄化层 外
,

其他土坡均为 。一
。

并采用美国
·

的策脱石矿样作为

对照
。

供红外光谱测定的样品制备 用过 。  筛孔的风干土样及彼脱石
,

称取 二 , 加 。“ 的

‘ 晶体
,

混合后研磨
、

压片
‘” , ’ ’。

用付立叶红外光谱仪 取
。 一 ‘。。 进行

侧定

二
、

结 果 和 讨 论

一 供试土城红外光讼的共性

五种土壤及蒙脱石的红外光谱如图 从图可见
,

尽管供试土墩从陕北延安到陕南汉

进尤度

”玉。翻诊

蒙脱石

扮

黄绵土

堆上

黑沪土

赞
、一

一  

飞二‘

 以
, 黄揭土

瀚 声 翔

‘
, 翻泌 加 肠

图

、记 帅丝

器

润惊组

石扩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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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‘地跨千早、半千草
、

温润地带
,

土城母质也由陕北
、

关中的黄土母质到陕南黄褐士的红

色粘土母质
,

土城地域性相差较大
,

从而导致土坡的组成
、

性状也有很大不同
,

但各土壤的

红外光谱却有共同之处
。

这表现在各土壤红外光谱图总的构型
,

除 一
一 ‘

指纹区

有所不同外
,

大致均与蒙脱石图谱相似
。

此外
,

各土壤红外光谱具有共同特征的吸收带
。

在 一
一 ’

指纹区有一吸

收强宽带
,

这是 一 。一 的伸缩振动 一
一’ ‘, 。 在  一  一 ,

有一

相当窄的锐峰
,

一
一,

有一相对较宽谱带
,

而在 一  。 一 ,

有显著程度不

同的吸收峰
。

这三个吸收峰的出现
,

正如 闭 指出
,

在蒙脱石中水吸收的典型曲

线
,

显示两个极大值
,

一个为
一 ,

相 当窄的谱带和一个极大值在 。。 一 ‘

附近的宽

谱带
,

前者为层间水和蒙脱石表面氧之间的 伸缩振动
,

后者为水
一

水氢键内的经基

荃团产生吸收
。

而
一 ,
附近则为水的弯曲振动的显示

。

在 眨”一   一‘

有一小

的锐峰显示各供试土壤有高岭石存在
’。

一
一 ,

的指纹区
,

各土壤红外光谱也有共同处
,

均有 , 一
一‘、

一“。

一, 、 ‘一
一,

吸收峰
,

以及 一
。 一 ,

和 一
一 ,

双峰
。

其中双峰是石

英特征频率
、 一 ‘ 。,

的显示
。

一
一‘

为 51一 0 一A l
、

5 1一o 一M g 键

奄曲振动 (522
cm 一 ,

) 的反映
‘” 。

而643 一 660
cm 一‘,

69
4 一699

om 一 ,

吸收峰可能与经基弯曲

变形振动 (600一95o
em 一‘

)

L‘,
有关

。

( 二) 不同土镶红外光讲的慈异

供试五种土壤红外光谱不仅有共性
,

而且也显示相应的差异
。

首先由黄土母质发育

的黄绵土
、

黑沪土
、

缕土均有 2520一2525
cm 一‘,

1 7 9 8 一1799
em 一‘、

1 4 3 3 一1439
cm 一 , 、

8 7 4 一

875c二一‘ 及 713一714
em 一 ,

吸收峰
,

这是方解石 (。eo
3
)
。

特征频率 (2 , 2 0
、

1 7 9 5

、

1 4 3 5
、

吕7 3
、
, 12 c m 一‘

)
’1. ‘, 的显示

。

相反黄褐土
、

黄棕壤没有显示这些吸收峰
,

这与土样的 C ac q

分析结果(表 l) 是一致的
。

同时三种石灰性土壤中
,

黑庐土 cac 0
3
含量最少(4

.
54 务)相应

其特征峰均较弱
,

而黄绵土
、

缕土 Ca c q 含盆较高且接近
,

其特征吸收峰均较强也接近
,

呈现对应关系
,

说明以方解石特征频率作为石灰性土壤特征鉴定频率是很有效的
。

其次 1627一 1637
cm 一 ‘

吸收峰在室温下由陕北黄绵土到陕南黄褐土
、

黄棕壤逐渐增

强
,

陕南两土壤此吸收峰已很显著
,

看来黄褐土等土壤由于吸温水的不同而导致此吸收峰

的差异
,

也可能是反映不同土壤的特征之一
。

黄棕城红外光谱更具特异性
,

除 3000一4000
cm 一‘

谱带特征吸收峰与其他土城有所不

同外
,

还出现了 3, 6 , c m
一‘

吸收峰
,

此峰是绿泥石的反映
【”。

经 X 射线
”
分析(图 2)表明

,

黄

捺城具有 4
.
84, 、

7

.

20
9 x 1 0

一 ’。
m 衍射峰

,

征明其确有绿泥石存在
,

而黄绵土
、

黑庐土的 x

衍射谱虽也显示他们有绿泥石的存在
,

但红外光谱中没有反映
。

因此
,

在土壤原样条件下
,

俄棕壤红外光谱的 35 65c m
一‘

吸收峰可作为该土壤黄化层发育特征的重要标志
,

黄褐土未

显示此吸收峰
,

可能是由于水分淹蔽所致
。

( 三) 土滚原样红外光谧的适用性

供试土城原样是晶质和非晶质的粘土矿物
、

原生矿物以及各种形态有机化合物等组

娘

l) x射找分析由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代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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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三种土壤原样的 x 射线衍射谱 cuK “.

成的复杂混合物
。

红外光谱既受各组‘
、

勿 质影响
,

也受其含最影响
,

并且主要成分的吸收

讲带往往会掩蔽其次要组分的谱带显示
。

因而土壤原样的红外光谱显然是复杂混合物的

总体 表现
。

尽管如此
,

从前述结果可见
,

供试土样红外光谱具有共性
,

不仅可反映蒙脱石型图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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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总特征
,

而且石英组分等特征谱带也均有显示
,

因而原样土城红外光谱在一定程度上可

反映土城的地城特性
。

此外从各土墩红外光谱的差异看
,

虽然原样土壤由多种复杂组分

构成
,

各组分的红外光谱吸收谱带又互有干扰
,

但反映土壤发育特征的一些关键谱带仍可

皿示
,

如反映石灰性土坡的 143, c m 一 ‘,

87 3
。
m
一 ,

均呈现很明显的特征谱带
,

而且与土坡

中 C.c q 含t 相对应;此外反映黄棕城发育特征的绿泥石
,

也有相应谱带显示
,

这些都较

好地反映了土城发育及特征方面的个性
。

因此
,

初步研究表明
,

土壤原样的红外光谱在反

映土城区域性和个性的特点上是个较好的方法
。

可以作为反映土坡发育和特征的 一种方

式
。

同时由于红外光谱具有非破坏性
,

微最及快速等特点
,

因而利用这一近代物理的研穷

方法
,

会显示更多的优雄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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